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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靈犀一點通

雖然應屆文憑考試已告一段落，但不少同學正努力備戰校內考試。語
文學習乃細水流長，故本文繼續討論閱讀卷應試答題技巧。
要好好處理閱讀卷，學生必須先仔細理解文章的內容，絕不能一面看
題目，一面尋找篇章相關內容，造成斷章取義，無法領略篇章深層之
意。以2015年賈平凹《觀沙礫記》第十題為例，學生須寫出「女兒笑
之，我亦笑之」的原因。「女兒笑之」的原因，只要看畢全文，學生大
多能指出女兒因沙礫再活而歡笑，至於「作者之笑」，考生若能多咀嚼
文章內容，抓緊作者抒情之處：
「世上什麼東西生存，只有到了它生存的自然之中，才見其活力，見
其本色，見其價值。」
學生應可推斷作者因石片兒重返沙灘，而感悟事物放在適當的環境中
才能見其活力與本色。當然，要掌握文章要旨，學生必須要多讀同類優
秀作品，主動思考文章的深意。

多閱讀掌握翻譯要點
此外，文言文是學生最感困難的部分，也是學生經常失分的地方。文
言文與現代漢語的不同之處在於字詞和對譯。其次，文言文具有一定文
化意涵，也有深層意思。故此，學生平日要多積儲文言詞彙，掌握文言

文與現代漢語轉換的規律。

文言一詞多義名詞可作動詞用
文言部分經常考核學生詞類活用、文言虛詞與一詞多義。例如2014年

《史記．孔子世家》中「使爾多財，吾為爾宰」中的「爾」，屬代詞
「你」；2015年宋濂《杜環小傳》為例，題目要求學生解釋「母服破
衣，雨行至環家」中的「服」字，「服」本作衣服，現名詞作動詞用，
解作「穿着」，屬詞類活用。學生平日如能熟記文言句式與轉換規律，
定可克服文言部分。
另外，翻譯文言文時，也要注意對譯的基本要求，例如要做到
「對」、「換」、「留」、「補」、「刪」、「調」六種技巧。例如
2013年《呂氏春秋．士節》第十四題，學生須語譯「晏子見疑於齊
君」，可運用「留」和「對」的方法。「晏子」與「齊君」均為人名，
按原文保留不變；「疑」對譯時配為雙音節詞即「懷疑」。對譯時如能
留意此句乃文言句式中的被動句，便能對譯為「被某某懷疑」。
總而言之，要好好處理閱讀卷，除了應試答題技巧外，更重要還是平
日多思考文章深意和作者情懷。提升閱讀能力，並無捷徑，學生還是要
多磨劍。祝同學考試順利，於閱讀卷大放異彩！

應考中文科口試時，同學能夠給予考官正面印
象是頗為重要的。某些題目只要舉得愈多名言實
例，即可取得較高的分數。例如：要讓孩子快樂
地成長，成人最應該和最不應該做的是甚麼？
（2014文憑試）但某些題目實在難以靠內容和例
子一分高下，例如：學校班級旅行已成例行公
事，失去意義，談談你的看法。（2014文憑試）
這時候，良好的印象或許會成為獲得高分的關

鍵。那麼，印象分可以如何爭取呢？

衣得體加印象分
首先，留意衣着是否得體。普通恤衫、T shirts及牛仔褲是沒有問

題的。但要注意衣服會不會印有卡通人物或不得體的字句。當然，同
學更不宜穿背心、短褲去應考。
另外，首輪發言時勿急於開始。同學應留意考官提示，不要在前一

位同學發言完畢後便自行開始自己的一分鐘發言。最後一位同學發言
後，考官亦應該有手勢或提醒，好讓學生知道餘下時間可自由發言。
自由發言時，同學不宜偷望考官或盯着考官發言，這些都是不得體的
表現。
最後，討論期間要注意風度。遇到兩人同時想發言時，禮貌上應表

現出禮讓。每次都強硬地爭取發言，最終可能會適得其反。當然，禮
讓也要考慮實際情況，整個考試的過程中，同學至少要有三次的發言
才算穩妥。
值得一提的是，考生的觀點具有深度才是留下深刻印象的方法。例

如：你認為「人人豐衣足食」、「國家富強」、「世界持久和平」，
那一項是對這個時代最好的祝福？（2014文憑試）同學會不會想到孔
子的為政之道提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會不會想到「衣食
足則知榮辱」？會不會想到精神層面和物質層面的比較？會不會想到
「骨牌效應」？因此，同學不宜只陳述「餓死」、「戰爭」等簡單觀
點。重量之餘亦要重質，同學宜善用準備時間，盡量思考更有深度的
觀點，最終才能收「一鳴驚人」的效果。

■劉穎珊中文尖子

口試不止重論點
良好印象獲高分

■資料提供：

■余境熹香港專業進修學校語言傳意學部講師
網址：http://www.hkct.edu.hk
聯絡電郵：dlc@hkct.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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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簡介：本書以講故事的形式介紹最常用的三百多個經典成語，
篇幅短但具概括性，包含成語的基本內容、來龍去脈以及相關背景。
每條成語均標註釋義，說明字面義及引申義，出處，難字標有普通話
發音及粵音。書中並附筆畫索引供快速查閱。

■資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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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人工的精巧勝過天然，形容技藝高妙
出處：元．趙孟《贈放煙火者》詩：「人間巧藝奪天
工。」清．張英等輯《淵鑒類函．鱗介部三．蛇》引
《採蘭雜誌》：「后異之，因效而為髻，巧奪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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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末年，上蔡縣令甄逸有個小女兒甄氏（名字失傳），生得明眸皓
齒，亭亭玉立。特別是一頭烏黑的頭髮披垂下來長過膝蓋，顯得光彩照
人，美麗無比，因此深得父母的寵愛。公元200年，曹操於官渡之戰中打
敗袁紹後，隨軍的曹丕就派人把甄氏接到自己府裡，從此甄氏便正式成
為曹丕的夫人。甄氏當上了新夫人以後，曹丕對她寵幸無比，千依百
順。
公元221年，曹丕篡奪了東漢政權，建立魏朝，史稱魏文帝。甄氏被
立為皇后，這時她已經四十歲了，為了使文帝長久保持對自己的寵幸，
她每天早晨起身後都要坐在妝台前修飾容貌，悉心打扮。
相傳在甄氏宮室前面的庭院中有一條綠蛇，長得又長又細，光潔的身
體上綴滿了美麗的花紋，嘴裡經常含着一顆紅珠，每天在甄氏梳妝時游
移到她面前，盤成一種奇巧的形狀。甄氏發現綠蛇每天盤曲的形狀都不
相同，就模仿牠的樣式去梳妝。由於精心修飾，那縷縷青絲盤成的雲
髻，交錯層疊，配上鳳釵玉簪，真有巧奪天工之妙。文帝看了以後，感
到她比以前更加年輕美麗。
宮中的妃嬪把甄氏的這種髮式叫做靈蛇髻。為了博取文帝的歡心，人
人爭相仿效，一時竟成為風氣。但由於她們都比不上甄氏那樣心靈手
巧，因此誰也無法和她爭寵。不過，隨着年華的流逝，再好的妝飾也終
於無法挽回甄氏失寵的命運，年輕的郭皇后逐漸取代了她的地位。甄氏
出於妒恨，經常口出怨言，引起文帝極大不滿，最後文帝下詔賜死甄
氏。

qiao duo tian gong巧奪天工

書籍簡介：本書精選一百三十七個俗語，大多是常用而又富有趣味的廣東俗語。
書中巧妙地通過現代生活的語境，引出俗語，然後追溯看似粗俗的口語在歷史
上的根源，解釋俗語在漫長歷史中的演變，探討其古今用法。作者同時列舉大
量俗語背後的故事，用貼近生活的例子說明俗語在不同的語境中的意義。

例句︰
夫：「老婆，買了一束花送給你！」
妻：「真少見！不過碰巧今天我上陶瓷

班造了個花瓶。」
夫：「這就是心有靈犀一點通！」

戀愛中的男女、恩愛夫妻，或者是一對好朋友，毋須
言明也能猜中對方的心意，是「靈犀相通」。

語出李商隱《無題》
「靈犀相通」，語出唐代著名詩人李商隱的詩《無題》：

「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彩鳳」是一種貌
似鸚鵡而體形較小，羽毛彩麗的鳥，總是成對成雙的。據說
彩鳳是天下最多情的鳥，其中一隻死了，另一隻也活不了多
久，李商隱以此入詩。
「靈犀」是犀牛角的骨髓。剖開犀牛的大角，可以見到裡
面是空心的，當中有一條白色的髓貫通整隻犀角。中國古人
把科學的觀察，化為浪漫的詩意，想像力十分豐富。我們讀
李商隱美麗詩句時，又怎會與粗大的犀牛角聯想起來呢？
犀角極其堅硬，柔軟的白髓卻能穿透上下，因此古人認定
是靈異之物。傳說犀角的髓有很多奇特功能，古代藥書都以
之入藥。此外，道家書籍也提及甚多，例如專載仙丹仙藥的
《抱朴子》，就稱之為「靈犀」。

車站創聯想車站創聯想 捷運喻人生捷運喻人生
有學生到台北交流，因宿舍就在捷運雙連

站旁，天天到位於中山、雙連之間的地下書
街閒逛閱讀，不亦樂乎。雙連站設於台北捷
運淡水線，因粵語「雙」、「相」同音，不
時會聽見誤把「雙連」作「相連」的讀法，
細加探討，或許可就粵普差異做點分享，但
我卻首先想到辛牧的新詩《從雙連站搭捷運
到淡水有感》。

辛牧這首詩曾獲「台北市公車捷運詩文徵選首獎」，有着非常
值得觀摩學習的地方。詩人藉由車站名稱發揮聯想，如港人較不
熟悉的「石牌」、「紅樹林」站，即見於詩的第三、四節：

前面就是石牌了
牌上究竟鐫刻着些甚麼呢

是我躊躇
未酬的壯志嗎

再下去就是
我掛滿筆杆的紅樹林

那些曾是
我臨過帖的寫過詩的
如今都交付大海了

列車由雙連站一路向北挺進，如將尾站的淡水比喻作人生的晚
期，位於中間的石牌和與淡水只差一站的紅樹林就是人的中老年
階段了。對石牌站，辛牧利用「石牌」可以鐫刻文字的特質，回
顧前半生，頗因壯志未酬而低迴感傷。石牌地區本是原住民凱達
格蘭族的生活場所，清初漢人陸續來此營生，觸發大小衝突，清
廷官員為了平息紛爭，於是立石牌為界，規限雙方活動範圍，石

牌也因而得名。但辛牧爽性跳脫此一歷史背景，純就站名借題發
揮—這種「顧名」而「思義」的寫法，恰恰善用了「石牌」的一
詞多義特質，顯得靈活。
至於紅樹林，辛牧則形象地把它比喻作筆杆。詩人想到自己「臨

過帖」──模仿過前輩作家的佳構，也「寫過詩」──翻空出奇地
創作過，「掛滿」的筆杆，可證詩人孜孜不倦，非常用心。只是世
事茫茫，能否立言不朽，詩作能否傳世，似乎只得交由時間的大海
淘洗裁決了。這種對身後藝術評價難以預料的慨嘆，不啻使自然的
紅樹林添上人文的思考──辛牧另有《路》一作，以坐公車比喻人
生旅程，似亦抒發了類似的感想，可以參看：

出門的路多難
回家的路多長

在搖幌的車中
景色一一逸失
乘客一一下站

我也該有我該下的地方
那會是怎樣的光景

出門坐車，可以欣賞沿途風景，可以瀏覽眾生百態，也可以把頸
椎健康賣給低頭去看的手機……辛牧則選擇思考人生，用彩筆譜出
富於深度的新詩。《路》和《從雙連站搭捷運到淡水有感》的片
段，不知能否激發讀者的創意，以港鐵站或坐「巴士」為題材，寫
出精彩的篇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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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平凹《觀沙礫記》中，作者的女兒因石頭回到沙堆中，認為石
頭「再活了」而笑，而作者則是感悟到所有事物都要放在適當的環
境才能見到其活力，因此而笑。 網上圖片

■靈犀原指犀角，是古代中藥的一種，自
李商隱《無題》一詩出現後，就成為了比
喻兩人心靈相通。 書籍圖片


